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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盛世修志，鉴古察今启后。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在省、市烟草专卖局修志办公室的精

心策划和正确指导下，在全体烟草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修志人

员四年寒暑的艰辛工作，终于编纂完成。该书的付梓，将为长阳烟草事

业的发展再添新的亮点，为其精神文明百花园再着一抹秀色。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以烟草事业的

发展为主线，对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

间，所发生的烟草大事进行粗略地记载；对1949年至1984年间的烟草

种植、卷烟经营、专卖机构及税制等进行简要地记述；对烟草专卖纳入

法制体制后的1984年至2003年间的烟草事业的发展进行翔实地记录。

在此20年间，以烟叶种植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卷烟经营、专卖管理、

财务税收、综合管理、工业生产、精神文明建设为重点，较为全面详尽

地反映了烟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客观展示了长阳烟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风雨历程，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真

实地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对烟草事业的正确领导和高度

重视，叙述了广大土家族、汉族人民对烟草事业发展始终如一的理解与

支持，讴歌了全体烟草职工艰苦创业、团结拼搏、锐意进取、乐于奉献

的高尚品质。

此书的编纂旨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探索烟草事业发展的内在规

律，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希望了解长阳烟草发展史



的广大朋友提供一个窗口。

由于时间紧，人手3少，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05年7月



序

志以栽道，温故知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历时四年。今

天终于脱稿，这是值得庆贺的。

在长阳这块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地上，从距今约18．5万年的“长阳

人，’到以廪君为首领的古代巴人，延及现代的土家族，各族人民在这里

繁衍生息，耕耘劳作，创造了灿烂而丰硕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阳敞开山门，招商引资，

加速经济建设，倾情打造清江长阳旅游和巴人文化品牌，使土家山寨发
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烟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84年烟草专卖体制

建立以来，长阳人民团结拼搏、勤俭创业、务实求新、锐意进取，长阳

烟草经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1972年，长阳引种白肋烟成功，1982年

试种烤烟成功，现在，烟叶生产已是半高山以上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骨干产业；健康有序的卷烟市场供应和日益现代化的销售网络满足了广

大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公平、公正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保护了广大

人民的利益，有力地打击了违法分子。1984年至2003年的20年问，全

县生产烟叶68万担，农民增收1．3亿元，销售卷烟22．5万箱，实现销

售总额6．96亿元，上缴税金6300万元，为长阳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

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阳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烟草经济

也遇到很多困难，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还需要我们以及后代作出

艰苦的努力。《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的出版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

7乙．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份十分宝贵的“资治”、‘‘存史”、‘墩化”的资料。它从各个方面概括了
长阳烟草经济在各个时期，特别是烟草专卖体制建立后的历史进程和发

展变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反思、借鉴。我们要研究历史，

注重实践．研究烟草经济的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烟草经

济这篇大文章做大做强，以此推动长阳经济的发展。
在这部志书形成过程中，县烟草专卖局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县直各

部门、各乡镇都予以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在此，感谢全体编修人员，

不畏工程浩繁，不避诸事艰难，寒暑辛勤，集思广益，笔耕不辍，终成

大帙。它不失为献给长阳人民的一份厚礼；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

合作和支持；感谢省、市烟草专卖局的领导及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

是为序! ．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易膨伊
2005年7月20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长阳

烟草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上起长阳烟草业的发端，下止2003年底。

三、本志记事空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行政辖区，以2003年版图为准。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以文字记述为

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篇目设置：坚持科学分类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突出时代、行业

特色和地方特色。卷首设“大事记”、“总述”，卷末置“人物”、“附录”及“编

后记”；主体部分用章节体，以行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性质分类，类为

一篇，分设“烟叶”、“卷烟”、“烟草专卖管理”、“综合管理”、“财税审计”、“党

群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烟草文化”等七篇，各篇之首设“概述”。按照

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原则，篇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目下或设分目、子

目或分层记述。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表述；使用规范的简明汉字，标点符号

和数字的用法执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

七、本志纪年方法：清代以前纪年用汉字并加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字并加注公元年号，1949年10月以后一律用公元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烟草行业统一管理前、

后，以1984年长阳烟草公司成立为界。

八、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各时期通用单位，建国后一律使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第一篇“烟叶”中，烟叶使用习惯统计单位

“担”和“亩”。

九、本志采用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1984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社会口

径，1984年以后的数据采用行业口径。

十、本志称谓：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不加褒贬；国名、

地名、机构、职务、产品等，均按当时通用称谓，必要时加注：习惯简称，书

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注简称后用简称。

十一、本志以“人物”记载曾担任县局的领导和受到各级表彰的人名。

分设人物简介和人物表。

十二、本志采用的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文书，部分采自书、报(刊)和口

碑资料，并经过核查考证，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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